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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1955～1966年先后任苏联共青团斯塔夭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66～1978年先后任苏联共产党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斯塔夫罗
波尔边疆区第二书记、第一书记；
1971年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5～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90年3月～1991年12月任苏联总统；
199年8月22日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
199年12月25日宣布中止行使苏联总统权力；
1992年任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学研究基金会（戈尔巴乔夭基金会）主席；
2000年3月任俄罗斯联合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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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往家里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电话：“晚上听新闻。”次日上午，我未经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
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
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
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整
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
示立即投入工作。“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能。
我知道您对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
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
我的话、对我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一句话是：“库拉科
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后，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
倒霉事。心里很不痛快。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直奔老广场。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
前任库拉科夫在老楼的四层办公，与五层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近在咫尺。我的办公室则安排得较远：
在新楼(六号门)。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说，中央书记“应有”：每月800卢布(“和列昂尼德
·伊里奇一样多”)，伙食限额为每月可订购价值200卢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员为400卢布)，工作时间的
伙食成本和礼仪方面的开销均由办公厅承担。“关于住宅、别墅以及服务人员的建议，赶在您从斯塔
夫罗波尔回来的时候拿出来，”帕夫洛夫最后说。决定对各位中央书记进行礼节性拜访：谈一谈，接
触接触，毕竟大家要在一起工作嘛。分别拜访了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和鲁萨
科夫。我去见波诺马廖夫时，听到了他对农业的建议。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至他退休
方告结束。波诺马廖夫属于“业余农学家”，他乘车从自家位于乌斯片斯基的别墅出发，注意到了沿
途看到的一切。“昨天我看见路边有一块地。庄稼熟了，该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动。这叫什么事儿？
”要么是：“昨天我在别墅附近散步，来到一片冲沟旁边，草有齐腰深，为什么不割？在瞅什么呢？
”确实如此：堂堂国际问题的专家，却煞有介事地就农业提出“专家”的建议。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则
是拜访中央书记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助手和顾问的表现。许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
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已不下数十次。我觉得关系很正常。曾几何时，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
外的一些人了。出现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
“官阶表”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为牢固的准则。我
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
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昨天他们还在向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
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意见。”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
他们召集到一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
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象原来一样地工
作。”这下大家都放心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我的外公潘捷列伊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
于革命是五条件地接受的。他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我们的土地是苏维
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入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
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
捷列伊耶夫娜。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的农庄
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
早上人全跑光了。”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基
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围着我转。大
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
就更不用说了。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泥土
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
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
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们所
说的“俄国农村黄金耐代”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
健忘症。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那是当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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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
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
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共处”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
令人羡慕的宽容态度。他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的鞋
子，可别夹着脚。”这可不仅仅是笑话。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
有帽，徼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
腰驼背，却身体干瘦。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
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
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
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
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
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
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
，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惟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
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
上忽然结出三个品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
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
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
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
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
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
。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
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
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
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
当成“怠工者”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
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的不错，于两年后
，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
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至战争前夕
，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
粮食。外公潘捷列伊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
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
星期天举家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架。小
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
，传来可怕的消息：战争开始了。普里沃利诺耶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村苏维埃旁边，那里放了一个收
音机，大家屏住呼吸，聆听莫洛托夫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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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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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既然结果已经注定，那么翻过头来找原因，总是比较容易的。罪犯还有辩护律师呢，何况是“为
了自由”的人。当然，纵使不那么客观，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对我等外行蛮有启发的。
2、怪不得该书全球销量逾1000万，值得一看！
3、是个过于理想化的人，没把握好节奏。想来也是很难的事。对叶氏不遗余力的批判，也是一种维
护自己名声的方法了。
4、历史就像一个妓女 她水性杨花又残酷无情
5、让我阅罢心内堵得难受 辗转到半夜2点还未入睡的此类书籍 恩 还真没几本
6、对苏联解体那一段历史算是有了点进一步的了解。
7、想当年因为被天朝蒙在鼓里想知道真相还买了这么一本。没想到啊！尽然让他赚我的钱！全书阐
述的就是和他过去总统讲话一样，“责任不是我的！”“我错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样”,,,,
8、技术官僚走上台面，直到最后墙倒众人推。怪罪他一个人有什么用呢？理论上他只是个文盲。为
了愚民长期启用技术官僚，攫升这类人，最后上台了以后治国的什么也不懂。
9、这个选译本很简练，侧重后期。最好与雷日科夫等人的书对看
10、等于是宋江自己写的三国演义 有趣 翻译甚佳
11、很多地方跟中国现状切合
12、不知道是否是事实,但是值得一看.
13、总而言之，一个伟大的人。
14、“他接过一块滚烫的石头，如果选择放手，他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如果传下去，他无法向子孙
后代交代。最终他选择了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脚。”
15、技术官僚？
16、回忆录都是自说自画，自己说自己，自己为自己作辩白和解释，所以其真实性到底如何都值得打
一个大大的问号。
17、这本不能多说什么，因为只匆匆扫了几章。
18、苏联解体那段历史令人唏嘘，想想我们的六四吧，有太多话可以说了。我个人是尊敬戈尔巴乔夫
的。
19、需要看更多的史料和研究著作。但还是应对敢于放弃极权的人保持尊敬。
20、戈尔巴乔夫及反对者都书都要读，多了解苏联80年代之后历史。
21、表扬下翻译，信达雅。one side of the history
22、写得结结巴巴，磕磕绊绊，怪不得一会儿被政变，一会儿被叶利钦取代
23、他的观点未必全对，但是他是真实的，坦诚的。如果，他不从政，他的人生旅程会是很精彩的，
只是苏联选择了他，他无法回避，前苏联不在他的手中消亡，也会在下一任手中解体的。党、国唯有
变才能继续前进。
24、还是写写吧，我都好久没上豆瓣了，书是前好多天就快速的读完了。但是对于这类的传记，我确
实是显示出的兴趣不大。我一直没有分清国家联盟和联盟国家是怎么回事，对于戈氏来说，在那个苏
联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时代里，他就领悟到了要多党共政，确实有几分魄力和在外人如中共看来的歇斯
底里的发神经病。戈氏的理想好像是把苏联变成一个公开性的多党共政的自由民主的多个国家，但是
彼此之间还是盟友关系，而最后被叶利钦等人“分裂”成了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有些失意，不
过因为促进了冷战的结束和德国的统一，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实至名归。最震惊的是苏联共
产党在他的手里灭亡了，而继之以统一俄罗斯党，在中共看来这是有巨大的历史借鉴意义的。我在想
，苏共要么在一党独大中走向专制集权腐败，要么在多党潮流中走向灭亡。同样，中共何去何从呢？
25、权力欲是人类最有害的贪欲，干他那一行能自省到这一点蛮重要的
26、我承认在一个阴天，读完这本政治上“失败者”的回忆录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尤其当我仍
然在困惑中国政治改革（这已是必须）所应该采取的时机、路径和未来大方向时。老一辈的人见证了
独联体的崩塌，新一辈的我们见证中国社会改革的成功，需要等到什么时候？
27、罗里八嗦 叽叽歪歪
28、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角度回顾自身那委屈的经历，权力被攫取，苏联解体，庞大的苏维埃已经病
入膏肓，无人能够挽救这个体制，只能说他生不逢时，但也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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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推动民主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是对于最高当权者来说....但是,努力仍是必须的
30、通过它了解苏联，了解那个恐怖的时代。
31、不熟悉苏联历史及苏共的发展历程，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难以读懂这书的
32、描述了苏联民主化进程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值得我们警惕。
33、会发现某些惊人地相似，惊人地！重温了那段历史，因为是事实，语言并没有太多吸引人之处，
反而因为一个巨人的奔溃而增添了许多沉重。
34、把自己写得如纯洁的处女~
35、历史是正反的，有正面必有反面，当然没有人愿意站在被唾弃的那一面。老戈的回忆至少给了你
我都不太清楚地历史，或许是真相，也许不是，但至少他对现在的俄罗斯功不可没。结合着《奔向自
由》这个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看新闻，老戈又要出山了。可能仅仅是为了他没有实现的民主吧。
36、民主，自由，全人类，时代性。戈尔巴乔夫像个中二少年向着理想前进，却被现实狠狠打败。
读完略佩服他。
37、书名要是改成真相和自由，就是个好书名，真相和自白放在一起，就既得不到真相，又说不清自
白了，集权会让人和真相失控，即便有好的出发，亦是自由的对头
38、支持苏联解体的苏联人到后来基本上都后悔了，多么可悲！天朝，定要以史为鉴，不能收西方民
主与自由的蛊惑——幸甚至哉，以此为证
39、可敬的先行者。
40、回忆录
41、作为历史研究可以看看，但是文笔确实不好，絮絮叨叨、毫无文采可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
水平的问题。
42、改革有那么简单吗？那几个致命的问题即使有最优策略，还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吧。改革有那
么难吗？即使苏联改革被认为是失败，但它即便是以如此的速度，挫折和问题相应的来说远不够严重
43、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完成了本书的阅读，作者确是有他的局限性所在，但并不妨碍除他以外部分
对当时苏联的还原。一个生而伟大的文明在历史终点的僵化和挣扎⋯甫一魂定，已是在伊尔库茨克的
凌晨了。
44、看的不是太懂。会议太多，一出事情就召开大会，投票表决感觉好繁琐。全书是从国家层面出发
，提到的机制体制，说的是啥？中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里面看到了许多现在实行制度的影子，很多
地方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貌似是，我很努力，也很宽容，对敌人也很仁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
乱子，就不能让我安安生生的做国家总统。权利不集中，政治有分歧，太乱了。
45、老戈 做个文人比较合适。
46、值得一度
47、勇于放弃自己手里绝对权力的人总是值得尊敬的
48、无奈的戈尔巴乔夫!
49、苏联变革的一家之言，如今看过往，无须从成败来看他。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有这样的坦承。苏
联政治体制改革之变，为中国未来之忧。
50、实体书店那么贵！买书就该**当！
51、戈尔巴乔夫真不容易
52、老戈政治觉悟有的,最后的手段有些天真.投票和"民意"能解决什么问题?!
53、笑尿
54、虽然不是全部的回忆录,但主要内容都有,看看也不错
55、对新思维有了更深的了解。与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认识不同，我感觉他其实就是一个激进的改革
家、一个掌握不了实权的撒比、一个谈判不断让步的软蛋和一个着实天真的政客
56、伟大的人。 直接推动了俄罗斯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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